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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记者 丁林

合肥邮政新规：
快递员使用智能快递箱
须用户同意

《合肥市智能快件箱运营管理办法（试

行）》于 6 月 1 日起施行。按照该《办法》，快递

从业人员使用智能快递箱进行投递前，必须事

先征得用户同意。若用户明确表示不同意的，

不得通过智能快件箱进行投递快件。

另外，《办法》对快件箱的尺寸、大小、标识

都有明确的规定，并编号投放到有视频监控的

区域，快件箱数据还要与监管部门的信息管理

系统连接起来。不符合以上规范的快件箱，快

递员不得向里面投放快件。

楼下的智能快递柜，谁来买单？
已有小区开发APP拟代替；经营者称将投放箱体、显示屏广告

包括速递易、丰巢等多家民营企业已经进入合
肥智能快递柜市场。然而，在各家竞相争夺市场的
同时，却有“黄雀在后”。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
了解到，省城部分小区已自主开发手机APP接收快
递功能，而原先置于小区内的智能邮柜遭遇“排挤”。

在解决快递最后1公里问题上，智能快递柜发
挥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如何盈利是摆在经营者面
前最为现实的问题。

从无到有，智能快递柜已“离不开”

在解决“快递最后 1 公里”问题上，合肥虽比不

上杭州，但在省内算是迈在前列的。从去年年中开

始，合肥各大小区频繁出现智能快递柜。一时间，

“人不在家也能收快递”的好消息，让诸多淘宝族们

一下子摒弃了“后顾之忧”。今年 30 岁的张小姐恰

是这类人。

去年 10 月左右，张小姐回忆，在其居住的省城

北一环附近某小区，自行车棚里突然多出了一组柜

子。并不知晓有何功用，张小姐也没多花心思去研

究打听。

然而，对于经常下班不规律的她来说，渐渐地，

有了智能快递柜之后，便捷不言而喻。“现在晚上加

个班或者出去聚会，再晚回来都可以自取快递”。张

小姐说。

对于快递员而言，起初有点反感。负责安徽大

学老校区片区的某快递派件员小陈说：“每一个寄存

E邮柜的快递员都需要手机号注册，每次快递入柜，

还需要输入一串长长的快递号，累！”

然而，在速递易快递柜合肥区域负责人陶经理

的心中，随着一年来的实际操作，用户、快递员的抱

怨声越来越少。

“用户不在家也不需要和快递员沟通派件问题，

快递员也不用一栋一栋楼去送件”。

小区开发APP来抢生意啰

最近一周，居住在省城黄山路与东至路交口某

小区的业主，估计有点“烦神”。“为什么呢？”小区物

业说，去年 12 月进入小区的智能快递柜要撤走，今

后快递要送到物业办公室。

刚刚入驻 8 个月左右的智能快递柜，为什么突

然要撤走？很多业主摸不到头脑，前去物业讨说法。

“说白了，就是物业想赚钱。”8 月 9 日晚上 7 点

多，业主吴女士这样质问着物业工作人员。据吴女

士介绍，物业想让快递柜撤走，好自己将这部分业务

收揽下来。而之前，吴女士说，已有多位物业工作人

员上门推广小区开发的 APP，并特意“叮嘱”，只需

实名注册后去物业区快递刷一下二维码即可取走。

而多位负责该小区派件的快递员也对此进行了

证实：“物业说让今后的快递全部送到物业办公室，

作为派件方我们要每件支付 1 元的服务费。”然而，

投放在智能快递柜的费用只需0.5元左右，该小区的

“新规”让很多投递员受不了。

小区物业的“新规”，让很多快递员“受不了”。

昨日下午 5 点，在马鞍山路某写字楼工作的小张就

接到快递员的电话称，由于小区的智能快递柜已经

撤离，而送去物业自己又要付高额的手续费，径直将

快递放在了小张家楼道的弱电井中了。

多家民营智能快递柜进驻合肥

大概在去年 7 月，第一波智能快递柜进入合肥市场。

被寄予厚望的智能快递柜，被业界认为是将有效解决快

递收发的“最后100米”的困境。

尽管普及程度不及沿海地区，但作为省会城市，合肥的

快递收发市场也受到了多家智能快递柜运营企业的关注。

最早来到合肥市场的“速递易”负责人陶经理昨日向市场星

报、安徽财经网记者表示，目前，合肥市场上“速递易”的快

递柜覆盖到了700个小区，共有接近800台快递柜。

速递易在合肥的规模逐渐壮大的同时，这块蛋糕也

引来了多个品牌快递柜的入驻。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连日来走访发现，包括日日

顺、丰巢等品牌如今都能在合肥多个小区见到。在起初布

设阶段，这些快递柜都是试运营，在此期间多为免费使用。

然而，智能快递柜的这块蛋糕，也引来了快递企业的

目光。今年6月，顺丰、申通、中通、韵达、普洛斯联合发布

公告，称共同投资创建深圳市丰巢科技有限公司，研发运

营 24 小时自助开放平台“丰巢”智能快递柜，以提升平台

化快递收寄交互业务。此消息一出，再次将智能邮柜推

上了风口浪尖。

背后的费用谁来买单？

陶经理说，“速递易”在免费使用了半年时间之后，今年

春天开始实行收费制，“根据快件大小所占用的箱柜，收取

的费用也不同，有0.4～0.6元不等。”在刚实行收费不久，陶

经理似乎还有些担心，收费之后使用率是不是上不来了。

然而经过三四个月的检验，市场对智能快递柜的收

费模式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部分费用，在陶经理看

来，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一个标配的智能快递柜，出厂价要3～5万元不等。”

陶经理说，除此之外，它在使用过程中，还需要消耗电费、

维护费、通知用户的短信费等等。

另外一方面，陶经理说，在与每个小区物业签订入驻

协议之后，每年都要支付一定的管理费用，“这部分费用

目前看并不多，一年也就几千元”。

显然，当下，智能快递柜的盈利通道并没有完全打开，

然而，未来的智能快递柜，到底应该寻找到一条怎样的盈利

通道，以维系其长此以往的发展？陶经理正在思考。

箱体、显示屏将用来投放广告

关于智能快递柜的盈利问题，陶经理有过

多种想法，最容易联想的就是将柜体作为广告

载体，以此获得广告盈利。

“目前基本方案我们正在设定，初步设想

根据每个箱体的大小不同，收取的广告费用也

不相等，比如，最大的箱子里面，一个月收个几

百元的费用。”然而，陶经理进一步在思考，计

划将液晶显示屏也附登广告。“将广告载体扩

大至智能邮柜上的LED屏、LCD屏，甚至对发

给用户的短信进行广告信息后置。”这些都是

今后我们要考虑的模式。

但这能否改变智能快递柜目前的盈利状态？

陶经理心中也没有准确的答案。为了夯实自己

的客户团体，“速递易”已经与菜鸟物流合作。

“这样合作的好处是，可以锁定一部分客

户作为固定客户。”陶经理说，在淘宝上购物

后，卖家通过物流方直接将宝贝送至指定的速

递易智能快递柜中。

然而，关于智能快递柜，也有业内人士建

议：不要仅仅将注意力放在解决快递的最后 1

公里，洗衣、生鲜等的最后 1 公里也都能解

决。就拿洗衣来说，用户可以在网上选择上门

洗衣，随后将脏衣服放在智能快递柜里，待洗

衣店将衣服洗净后，再放回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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